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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本教材是以全国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2007年5月审定通过的新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为主要
依据，根据安徽省中等卫生职业教育教学的特点进行编写的。
本教材力求体现职业教育特色，以职业技能为根本，以岗位需求为导向，在保证教材思想性和科学性
的基础上，充分考虑中职学生的年龄层次、文化基础及接受能力，在“必需、够用”的前提下，对生
理学的内容做了适当地删减。
为使基础理论服务于应用，我们将重点放在一些必需的知识上，注重与其他学科的联系，而对机制的
分析则予以淡化，使教材深浅适度，好教易学。
在内容编排上，尽量做到图文并茂，以图释文；在文字叙述上，力求语句精练，通俗易懂，重点突出
，由浅入深，易学易记。
　　本教材供中等卫生职业学校护理、助产等专业使用。
通过本教材的学习，使学生掌握生理学的基本知识、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，为学习后续课程奠定基础
。
　　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，各位编者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和体会，辛勤付出，精心打造，花费了
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
编者所在的淮南卫校、六安卫校、滁州卫校、宿州卫校、阜阳卫校也都提供了大力支持，在此一并致
谢！
同时对本教材所引用的文献和资料的作者深表感谢！
　　由于科学发展和知识更新都非常迅速，而编者的知识水平和专业能力有一定的局限性，对某些知
识内容的把握不一定十分到位，教材中难免会有疏漏甚至是错误的地方，恳请教师和学生在使用过程
中及时提出批评指正，以便改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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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共分绪论、细胞的基本功能、血液循环、呼吸、消化与吸收、能量代谢与体温、肾脏的排泄、感
觉器官、神经系统、内分泌、生殖共12章。
书后附有实验指导及两份测试卷。
在全书内容编排上，尽量做到图文并茂，以图释文；文字叙述力求语句精炼，通俗易懂。
    本教材可供中等卫生职业学校护理、助产等专业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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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食糜由胃进人十二指肠后，即开始了小肠内的消化。
小肠内消化是整个消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。
在这里，食糜受到胰液、胆汁和小肠液的化学性消化以及小肠运动的机械性消化。
经过消化的营养物质大部分在小肠被吸收。
食物通过小肠后，消化、吸收过程基本完成。
因此，小肠是消化和吸收的最重要部位。
　　1．胰液的成分和作用　　胰腺是一个混合腺，兼有外分泌和内分泌两种功能。
胰液是由胰腺的外分泌部分泌的，胰液是无色的碱性液体，pH为7．8～8．4，成人每日分泌量为1～2
L。
其成分除了水外，主要含有碳酸氢盐、胰淀粉酶、胰脂肪酶、胰蛋白酶原和糜蛋白酶原等。
碳酸氢盐由胰腺的小导管上皮细胞分泌，各种消化酶由腺泡细胞分泌。
　　（1）碳酸氢盐：其主要作用是中和进入十二指肠的盐酸，使肠黏膜免受强酸的侵蚀；同时也提
供了小肠内多种消化酶活动的最适pH环境。
　　（2）胰淀粉酶：胰淀粉酶可分解淀粉酶为麦芽糖。
　　（3）胰脂肪酶：胰脂肪酶可分解甘油三酯为脂肪酸、甘油一酯和甘油。
　　（4）胰蛋白酶和糜蛋白酶：这两种酶都是以无活性的酶原形式存在于胰液中的。
肠液中的肠致活酶可以激活胰蛋白酶原，使之变为具有活性的胰蛋白酶。
此外，胰蛋白酶本身也能使胰蛋白酶原活化。
糜蛋白酶原在胰蛋白酶作用下转化为有活性的糜蛋白酶。
胰蛋白酶和糜蛋白酶的作用很相似，都能分解蛋白质为脲、胨和少量多肽。
但当两者共同作用于蛋白质时，则可将蛋白质分解为多肽和氨基酸。
　　由于胰液中存在着消化糖类、脂肪和蛋白质三大营养物质的消化酶，因此是所有消化液中消化酶
种类最全面、消化力最强的消化液。
临床和实验均证明，当胰液分泌障碍时，即使其他消化腺的分泌都正常，食物中三大营养物质的消化
吸收以及脂溶性维生素A、D、E和K的吸收都会受到影响。
　　2．胆汁及其作用　　胆汁由肝细胞分泌，胆汁的分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。
在非消化期，胆汁生成后主要流入胆囊贮存。
在消化期，胆囊收缩，胆汁排人十二指肠，同时，肝细胞分泌的胆汁也可直接排入十二指肠。
　　胆汁是一种具有苦味的消化液，每天的分泌量约为0．8～1．0 L。
肝细胞直接分泌的胆汁称肝胆汁，为金黄色，呈弱碱性（pH值约7．4）；在胆囊内贮存过的胆汁称胆
囊胆汁，胆囊胆汁因水和碳酸氢盐被吸收而浓缩，颜色变为深绿色且呈弱酸性（pH约6．8）。
胆汁的主要成分有胆盐、胆固醇、卵磷脂、胆色素及多种无机盐等，但不含消化酶。
　　胆汁中虽没有消化酶，但含有对脂肪的消化和吸收具有重要意义的胆盐。
胆盐的主要作用为：①乳化脂肪，促进脂肪的消化。
胆汁中的胆盐等可作为乳化剂，减低脂肪的表面张力，使脂肪乳化成微滴，增加脂肪与胰脂肪酶的接
触面积，使脂肪分解加速。
②结合脂肪分解产物，促进脂肪的吸收。
胆盐可与脂肪分解产物形成水溶性复合物，将不溶于水的脂肪分解产物运载到肠黏膜表面，促进脂肪
的吸收。
③胆汁在促进脂肪分解产物吸收的同时，也可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。
④胆盐可直接刺激肝细胞分泌胆汁，这种作用称为胆盐的利胆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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